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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Q3 进入传统旺季，驱动半导体景气度持续向上 
 

我们每周对半导体行业的思考进行梳理，从产业链上下游的交叉验证，从
多维度看待行业的视角，提炼出最契合投资主线的逻辑和判断。 

回归到基本面，国产替代+成长性是当下时点半导体板块的核心逻辑。随着
全球半导体需求持续高涨，供不应求的格局有望至少持续到年底，市场有望
随着景气度的持续进一步上修半导体板块全年业绩预期。在下游需求持续旺
盛，供不应求带动景气持续向上的背景下，除了本身行业高成长外，国内半
导体企业具备国产替代不可逆的机遇。 

芯片涨价延续，国际、国内大厂调涨芯片报价。2020 年 Q3 以来，半导体
公司纷纷上调产品价格。这波涨价热潮一直延续至 2021 年，自 2021 年
Q2 以来，由于原材料成本压力上升，已有超过 30 家半导体公司发布涨价
函。海外芯片大厂 ST、东芝、安森美，国内厂商士兰微、智浦芯联、瑞纳
捷均宣布在 21Q3 调涨芯片报价。根据 Counterpoint 调研数据，预计未来
仍将维持供不应求的状况，推动 2022 年芯片价格至少再涨 10-20%。 

新一轮涨价潮蔓延全产业链，晶圆制造、封测厂价格陆续上调。为应对半
导体行业产能紧张的态势，多家厂商积极采取扩产的行动；但扩充的产能并
不能马上开出，因此包括联电、中芯国际、日月光在内的多家晶圆制造、封
测厂都上调价格。预期 Q3 代工厂报价的计划涨幅将高于今年上半年。 

中国台湾疫情尚未控制，半导体产能紧缺或增加。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持
续升温，每日新增病例均维持 300 人左右。截至 5 月 28 日，台北市、新
北市地方政府正在积极研拟从三级警戒（停课、不停班）升级为最高的四级
警戒（停课停班），这或将严重影响全球芯片等半导体器件供应；台积电、
联电等中国台湾晶圆代工厂合计占全球晶圆产能供应超 60%，并且全球
92%的先进制程的芯片都由台积电生产；得益于工厂自动化程度高，且相
应的应对措施，目前产线没有受到影响，但若停产将加剧产能紧缺。 

建议关注： 

1） 半导体设计企业：晶晨股份/全志科技/瑞芯微/中颖电子/芯海科技/兆易
创新/富瀚微/紫光国微/韦尔股份/卓胜微/圣邦股份 

2） 半导体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 

3） 半导体设备材料企业：中微公司/北方华创/雅克科技/至纯科技/精测电
子/华峰测控/长川科技 

风险提示：疫情恶化；贸易战影响；新产品研发推广不及预期；下游需求
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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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芯片新一轮涨价潮蔓延全产业链，IC 设计、制造和封测均涨价 

1.1. 芯片涨价延续，板块景气度持续向上 

超 30 家半导体企业 2021Q2 调涨产品价格。2020 年 Q3 以来，半导体行业热度居高不下，
业内公司纷纷上调产品价格。各家公司涨价的原因普遍是因为市场需求的高速增长及上游
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这波涨价热潮一直延续至 2021 年，自 2021 年 Q2 以来，据集微网统
计，由于原材料成本压力上升，已有超过 30 家半导体公司发布涨价函；其中多家宣布此
次价格上调涉及公司全线产品，涨价幅度在 5%到 30%之间。除了直接的价格调整，台积
电通过取消连续两年所有销售折让的措施，变相实现涨价。 

表 1：半导体行业超 30 家企业 2021Q2 调涨产品价格（不完全统计） 

企业 主营产品 生效时间 涨价幅度 涉及产品 

中芯国际 晶圆代工 4 月 1 日 15%-30% 全线产品 

信越化学 硅晶圆 4 月 1 日 10%-20% 所有硅产品 

伟诠电 MCU/电源管理 IC 4 月 1 日 —— MCU、电源管理 IC 

联茂电子 元器件专用材料 4 月 1 日 15%-20% 板材/PP 

南亚电子 铜箔基板 4 月 1 日 15%-20% 全线产品 

长兴材料 电子材料 4 月 1 日 10%/20% 单面板涨 10%；双面板涨

20% 

友旺电子 模拟 IC 4 月 1 日 10%-20% 全线产品 

新顺微电子 分立器件 4 月 1 日 8%-20% 所有产品 

信为科技 物位传感器 4 月 1 日 —— 部分产品 

欧姆龙 传感器/控制器 4 月 1 日 —— 部分产品 

新洁能 IGBT/MOSFET 4 月 1 日 —— 全线产品 

灵动微 MCU 4 月 1 日 —— 部分产品 

Allegro 电源解决方案 4 月 1 日 —— 全线产品 

瑞芯微 MCU 4 月 1 日 —— 全线产品 

盛群半导体 MCU 4 月 1 日 15% 全线产品 

敏矽微 MCU 4 月 6 日 —— 部分产品 

瑞纳捷 MCU、驱动 IC 等 4 月 8 日 5%-20% 全线产品 

晶丰明源 电源管理 IC 4 月 19 日 —— 全线产品 

义隆电子 触控芯片 4 月 12 日 15% 全线产品 

FMD（辉芒微） 存储芯片/MCU/电源管理 IC 4 月 21 日 —— 全线产品 

群联 NAND Flash 控制 IC 4 月 23 日 —— 全线产品 

荧茂 触控面板 5 月起 —— 触控面板 

德普微电子 驱动 IC、电源管理 IC 等 5 月 6 日 —— 照明系列产品 

富鸿创芯 电源管理 IC、存储 IC 等 5 月 6 日 10%-30% 全线产品 

芯龙半导体 电源管理 IC 5 月 6 日 —— 全线产品 

必易微电子 电源管理 IC 5 月 7 日 —— 全线产品 

艾为电子 模拟 IC 5 月 10 日 —— 部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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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亚德诺） 模拟 IC 等 5 月 16 日 —— 老型号 

富鼎 MOSFET 第二季度 10%-20% MOSFET 

尼克森 MOSFET 第二季度 10%-20% MOSFET 

矽创 驱动 IC 第二季度 10%-15% 全线产品 

联电 晶圆代工 7 月起 13% 全线产品 

资料来源：集微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Fab 看好行业景气度，持续加大投资力度。据 Counterpoint 预测，半导体行业多个下游应
用需求高涨，芯片市场仍将维持供不应求的状况，推动 2022 年芯片价格至少再涨 10-20%。
以国际代表的晶圆厂台积电为例：2020 年在中国台湾台南新建晶圆厂，用于 5nm 制程和
3nm 制程的扩产；2021 年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新建一座中型 5nm 晶圆厂，并计划于 2024

年投产。另一方面，台积电进一步加大资本支出：2021 年初曾宣布年资本支出为 250~280

亿美元，Q2 再调高至 300 亿美元，最高上调幅度达 20%；2021 年 4 月，宣布未来三年内
将斥资 1000 亿美元扩张产能。同时，包括联电、中芯国际、华宏在内的多家厂商纷纷布
局产能扩张，有望收益涨价周期。 

图 1：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和资本密集度未来预期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芯片大厂调涨芯片报价，晶圆制造、封测厂价格也陆续上调 

海外芯片大厂 ST、东芝、安森美分别宣布在 21 年 6 月调涨芯片报价。意法半导体主营产
品为 MCU，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原材料供应价格上升，公司曾于 2021 年 1 月上调所有产品
线的价格；5 月 17 日意法半导体今年第二次发布涨价通知，从 6 月 1 日起再次提高全线产
品价格，包括车规级、主流通用型、超低功耗型 MCU。东芝同样由于疫情和成本增加影响，
决定从 6 月 1 日起上调产品价格。安森美近期公告将于 7 月 10 日起提高产品价格，主要
由于客户订单数量超过预期。国际芯片大厂 Q3 集体涨价表明当前半导体需求正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度，半导体的短缺危机带来的价格上调和交期延长正在严重影响整个行业及经济
社会。在这种紧张形势下，下游分销商的囤货、炒货行为会进一步提高产品最终价格涨幅。 

表 2：意法半导体 MCU 产品部分交期延长、全线价格上涨 

产品系列 货期 货期趋势 价格趋势 

8 位 MCU 分配 上升↑ 上升↑ 

汽车 分配 上升↑ 上升↑ 

32 位 MPU 20-26 周 上升↑ 上升↑ 

STM32F0 分配 持平- 上升↑ 

STM32F1 分配 持平-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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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32L 35-52 周 上升↑ 上升↑ 

Balance of 32 位 MCU 38-52 周 上升↑ 上升↑ 

资料来源：全球半导体观察、富昌电子，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东芝发布 Q3 涨价函  图 3：安森美发布 Q3 涨价函 

 

 

 

资料来源：电子工程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电子工程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价格调涨有望传导至国内，目前已有 3 家芯片厂公告 21 年 6 月起涨价。杭州士兰微已从
6 月 1 日起上调公司 LED 照明驱动产品价格；智浦芯联从 5 月 31 日起调涨公司全系列产
品价格，涨价幅度 15%-30%。武汉瑞纳捷在 4 月 8 日已宣布产品价格在原来基础上提升
5%-20%，近期再次宣布从5月31日起上调公司部分产品价格，产品价格将再次提升5%-20%。
面对原辅材料及上游晶圆、封装成本上涨的局面，国内芯片企业同样通过涨价来解决芯片
供应不足的问题，全球芯片供应价格普遍上调。 

图 4：杭州士兰微发布 Q3 涨价函  图 5：武汉瑞纳捷发布 Q3 涨价函 

 

 

 

资料来源：芯头条，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芯头条，天风证券研究所 

联电、中芯国际、日月光等晶圆制造、封测厂也传出将调涨 Q3 报价。为应对半导体行业
产能紧张的态势，多家厂商积极采取扩产的行动，但扩充的产能并不能马上开出；因此包
括联电、世界先进、力积电、中芯国际、格芯在内的多家公司都上调其晶圆代工报价，并
且预期 Q3 代工厂报价的计划涨幅将高于今年上半年。晶圆厂联电在 20 年下半年对新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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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价 10%，21 年又在前三个季度进行连续涨价：1 月底 12 英寸晶圆涨价 15%，4 月产品继
续涨价 10%，从 7 月 1 日起 28nm 制程报价增长近 13%。封测厂日月光由于消费电子、通
信、物联网等下游需求旺盛、产能满载，21Q3 取消 3%至 5%的价格折让优惠，同时对打线
封装价格调涨约 5%至 10%。 

2. 中国台湾疫情尚未控制，半导体产能紧缺或增加 

中国台湾地区疫情每日新增病例约 300 人。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持续升温，按防疫部门要
求已将全台的第三级疫情警戒和各级学校停课由原来的 5 月 28 日延长至 6 月 14 日。近两
周，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行业多个领域的厂商相继查出确诊病例，几乎涵盖整个供应链。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分别于 5 月 22 日和 26 日出现员工确诊，目前近距离接触者均已进行居
家隔离和自主健康管理，对公司营运没有造成影响。联发科则是开启居家办公的模式，实
施远程办公至 5 月 28 日，尽可能降低疫情加剧带来的风险。截至 5 月 28 日，台北市、新
北市地方政府正在积极研拟从三级警戒（停课、不停班）升级为最高的四级警戒（停课停
班），这或将严重影响全球芯片等半导体器件供应。 

图 6：中国台湾疫情趋势图 

 

资料来源：爱集微，天风证券研究所 

中国台湾晶圆全球产能占比高，若停产将加剧产能紧缺。据工研院产科国际所数据，2020

年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值达到 3.22 万亿新台币，约占全球的 20%。Trendforce 数据显示，
2020 年台积电、联电等中国台湾晶圆代工厂合计占全球晶圆产能供应超 60%，其中光台积
电就占到全球产能的一半以上，并且预期 2021 年该占比将会上升。此外，据美国半导体
行业协会（SIA）称，全球 92%的先进制程的芯片都由台积电生产，在晶圆供应的质和量上
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各种外在风险尚存，但台积电、美光等企业的工厂自动化程
度很高，且具有相应的应对措施，目前产线没有受到影响，但若停产将加剧产能紧缺。 

图 7：中国台湾连续 2 周每日新增病例均维持 300 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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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疫情实时大数据平台，天风证券研究所 

3. 行情与个股 

我们看好市场上修全年预期。高景气度下，由于产品结构提升、涨价等因素影响，全年利
润预期有望好于前期预测，景气度的持续性提供了持续上修预期的动力。站在二季度的时
点，随着全球半导体需求持续高涨，供给受到扩产周期的约束在年内难以大规模释放，供
不应求的格局有望至少持续到年底，市场有望随着景气度的持续进一步上修半导体板块全
年业绩预期 ，进而带来相关股票的机会。 

IC 设计：一季度淡季不淡，关注产品迭代，看好新产品新应用穿越周期。一季度淡季不淡，
缺货涨价使得毛利率和净利率环比均有提升，我们看好景气度持续，建议关注新产品新应
用具备拐点增长穿越周期及各赛道具备先发优势的企业。建议关注：晶晨股份/全志科技/

瑞芯微/中颖电子/芯海科技/兆易创新/富瀚微/紫光国微/韦尔股份/卓胜微/圣邦股份 

半导体制造：一季度制造产能紧缺，未来 5 年持续扩产，彰显成长性。涨价+UTR 提升+

产品结构优化。中芯华虹扩产趋势明确，晶圆代工成为中美博弈焦点，未来 5 年有望持续
扩产。大陆晶圆代工供需缺口大，战略性看多本土晶圆代工资产。建议关注：中芯国际/

华虹半导体。 

半导体设备材料：成长趋势明确，受益制造产能扩张及国产替代加速。芯片短缺加速了产
能扩张速度，未来两年全球设备销售额增长趋势明确，国产替代大趋势下，A 股半导体设
备材料成长潜力较大。建议关注：中微公司/北方华创/雅克科技/至纯科技/精测电子/华峰
测控/长川科技。 

图 8：主要半导体公司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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